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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汤又名阳旦汤，出自张仲景《伤寒论》，处方
组成为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功效解肌发表、
调和营卫，既治外感伤寒，又治内伤杂病，正如《金匮
要略心典》所言：“桂枝汤，外证得之，为解肌和营卫；
内证得之，为化气调阴阳也。 ”[1]

叶天士，名桂，清代著名医家，为“温病四大家”之
一，《临证指南医案》是一部记录叶氏诊疗温病以及内
外妇儿各科医案的临床专著，其中应用桂枝汤化裁的
医案40则，涉及多种病证，说明叶氏善用桂枝汤。 本

文通过分析《临证指南医案》中应用桂枝汤之案例，探
究叶氏临证应用桂枝汤的经验。

1 《伤寒论》中“桂枝汤”适应证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病治》载桂枝汤：“太阳中

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
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
之。 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
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 ”桂枝汤组方严谨，用药
精当，散中有收，阴阳兼顾，共奏解肌发表、调和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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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证指南医案》浅析叶天士对桂枝汤的应用

陆琳琳 盛梅笑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南京 210029
摘要：[目的] 探析《临证指南医案》中叶天士临证应用桂枝汤的经验，为桂枝汤的临床应用提供思路。 [方法] 搜集整理叶天士《临证指
南医案》中应用桂枝汤的医案，分析桂枝汤的适用病证、方药化裁和药量规律。 [结果] 《临证指南医案》中应用桂枝汤的医案总计 40
则，包括咳嗽中门、虚劳门、胃脘痛门、腹痛门、汗门、痞门等。 叶天士以桂枝汤为主方进行加减化裁，除了常规治疗外感病、咳喘、汗证
外，还用于治疗内伤疼痛、虚劳、心悸、痞证、泄泻、寒热如疟、发疹等病证，扩大了桂枝汤的应用范围。 [结论] 叶天士既重视对前人学术
经验的继承，又善于结合临床发展创新。 学习叶天士对桂枝汤的加减应用，能够为临床拓展应用桂枝汤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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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YE Tianshi's Application of Guizhi Decoction from Clinical Practice with Medical Records LU Linlin， SHENG Meixiao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xperience of YE Tianshi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Guizhi Decoc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with Medical
Records， and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Guizhi Decoction. [Methods] It collected and organized medical records of
Guizhi Decoction in YE Tianshi's Clinical Practice with Medical Records， and analyzed the applicable disease syndromes， prescriptions
and dosage rules of Guizhi Decoction. [Results] A total of 40 medical records of Guizhi Decoction were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with
Medical Records， including the cough category， the asthenia category， the epigastric pain category， the abdominal pain category， the
sweating category， the stomach fullness category， etc. YE Tianshi used Guizhi Decoction as the main prescription， in addition to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f exopathic disease， cough， asthma and sweat， Guizhi Decoction can also be used to treat internal injury pain，
asthenia， heart palpitations， puffiness， diarrhea， cold and hot like malaria， rash and other disease syndromes， which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Guizhi Decoction. [Conclusion] YE Tianshi not onl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inheritance of the academic
experience of predecessors， but also was good at combining clinic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hrough learning YE Tianshi's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application of Guizhi Decoction， it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Guizhi Decoction.
Key words: Clinical Practice with Medical Records; Guizhi Decoction; medical records; clinical application;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YE Tia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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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主治外感风寒表虚证及营卫失和所致之病证。
仲景用“阳浮而阴弱”概括桂枝汤的适应证，其义

有两解：一从病机而言，“阳浮”乃卫阳浮盛之意，“阴
弱”是指营阴不足，风寒袭表，卫阳浮盛，抗邪于外，故
发热；腠理空疏，营阴不能内守而外泄，故汗出。 二从
脉象而言，浮取为阳，弱取为阴。
2 叶氏临证应用桂枝汤探析

《临证指南医案》中应用桂枝汤的医案总计40则，
涉及咳嗽、虚劳、脘胁腹痛、痞、疟、汗等诸多病证。 选
择医案的原则：一为叶氏明确提出“桂枝汤”的医案，
共19则；二为用药以“桂枝汤”为主，进行化裁的医案，
共21则。

2.1 外感病
2.1.1 虚人外感 如《临证指南医案·风门》云：“沈，
虚人得感，微寒热。 参归桂枝汤加广皮。 ”[2]203

又如《临证指南医案·风温门》云：“某，阴虚风温，
气从左升。 桂枝汤加花粉、杏仁。 ”[2]207

上述两则医案皆为虚人外感， 体虚每遇外邪乘
袭，无力达邪，卫表失和而发病。 经云“其在皮者，汗
而发之”，汗法，皆从外感表证而论 [3]。 桂枝汤解表发
汗、开泄腠理，使表邪随汗出而解。 《汤液本草》谓桂
枝“气味俱轻，故能上行发散于表”[4]93，可见桂枝作用
趋势多向上、向外，善发邪汗、祛表邪；芍药臣桂枝正
是于发散之中寓微汗之道；生姜助桂枝解表发汗；枣、
草合桂枝，加强散邪之力。桂枝汤常用于治疗外感病，
但并不局限于风寒表证，亦适用于体虚外感证，诚如
曹颖甫 [5]所言：“桂枝汤善治脾胃虚寒之人的外感病
证。 ”虚人外感当扶正祛邪兼顾，不可专事发散，以免
汗出太过， 正气愈虚。 叶氏取桂枝汤疏表散邪之意，
佐以人参、当归补气养血，陈皮健脾以化生气血，既扶
正以祛邪，又实里防邪入。 对于阴血不足者，加花粉
滋阴生津，旨在扶助正气以鼓动卫阳，汗出通畅，祛邪
而不伤阴分，邪去正安。肝气主升，生于左，肺气主降，
藏于右，气从左升而右降 [6]，故加杏仁肃降肺气，肝肺
升降得宜，则全身气机通畅。
2.1.2 病后复感寒邪 如《临证指南医案·寒门》云：
“某（五二），复受寒邪，背寒头痛，鼻塞。 桂枝汤加杏
仁。 ”[2]204

某（五二）案系病后复感寒邪，寒邪外束于表，肺
气不宣，卫阳被遏，不得外达，经气不舒，故见背寒、头
痛、鼻塞。 叶氏选用桂枝汤解表散寒、鼓舞卫阳，配以

杏仁温宣肺气。

2.1.3 劳倦复感温邪 如 《临证指南医案·温热门》
云：“曹，脉促数，舌白不饥，寒热汗出，初起腹痛，脐右
有形，乃久伤劳倦，复感温邪，……此营卫二气大衰，
恐延虚脱，议固卫阳，冀寒热得平。 黄芪、桂枝、白芍、
炙甘草、牡蛎、南枣。 ”[2]214

曹案乃劳倦后复感温邪，温邪外犯，本当投以辛
凉解表剂，但营卫之气已大伤，兼胃阳虚，拖延不治
恐成虚脱，此时以固护卫阳为急。叶氏以调和营卫为
治疗大法，予桂枝汤固卫阳、益营阴，加黄芪、牡蛎益
卫固表、敛营止汗。 方中桂枝温阳扶卫，芍药益阴敛
营，合则调和营卫；姜、枣相合，升腾脾胃生发之气而
调和营卫[7]；借甘草调和之性，以期营卫之气得复，寒
热可解。

2.2 咳喘

2.2.1 风寒咳嗽 如《临证指南医案·咳嗽门》云：“某
（四四），寒热咳嗽，当以辛温治之。 桂枝汤去芍，加杏
仁。 ”[2]43

又如《临证指南医案·咳嗽门》云：“某（五十），形
寒咳嗽，头痛口渴。 桂枝汤去芍，加杏仁、花粉。 ”[2]43

肺为华盖，外合皮毛，最易受邪；而肺又为娇脏，
不耐邪侵，遇风寒之邪则肺气宣肃失司，肺气上逆，
发为咳嗽。 因风寒而发病者，辛温散之，故叶氏在桂
枝汤辛温散邪的基础上，减性寒敛邪之芍药，配以杏
仁疏风散寒、宣肺止咳；伴口渴者，则佐以花粉生津
止渴。

2.2.2 痰湿咳嗽 如 《临证指南医案·咳嗽门》 云：
“某（五三），寒伤卫阳，咳痰。川桂枝（五分）、杏仁（三
钱）、苡仁（三钱）、炙草（四分）、生姜（一钱）、大枣（二
枚）。 ”[2]43

某（五三）案乃寒邪犯表，伤及卫阳，运化无力，水
湿内停，聚而成痰，肺气失宣，痰随气逆，而见咳痰。
叶氏以桂枝汤为主方疏散寒邪，并以桂枝助阳化气利
水，减酸寒敛阴之芍药，加杏仁宣利肺气、化痰止咳，
加薏苡仁淡渗利水，使湿邪从下而走。
2.2.3 表虚咳嗽 如《临证指南医案·咳嗽门》云：“吴
（三六），劳力神疲，遇风则咳。 此乃卫阳受伤，宜和经
脉之气， 勿用逐瘀攻伤之药。 当归桂枝汤合玉屏风
散。 ”[2]59

吴（三六）案系表虚卫弱，腠理不密，外邪易侵，故
遇风则咳。 叶氏取桂枝汤合玉屏风散益气固表实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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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风止咳，佐当归以和经脉之气，告诫吾辈不可用逐
瘀攻伤之药。
2.2.4 寒饮作喘 如 《临证指南医案·痰饮门》 云：
“某，服三拗汤，音出喘缓，可见苦寒沉降之谬。 素多
呕逆下血，中焦必虚，而痰饮留伏显然。议治其饮。桂
枝汤去甘草，加杏仁、茯苓、苡仁、糖炒石膏。 ”[2]254

某案因阳气不振，寒饮内停，留伏于肺，肺气肃
降失职而作喘。饮为阴邪，遇寒则聚，得温则行，故仲
景提出“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治疗原则。叶氏
效法仲景，选用桂枝汤温阳化饮，使饮邪从表、从下
分消而去，并于方中减助湿增满之甘草，加杏仁以泄
肺。温阳化饮之余当配伍行消之品，如茯苓、薏苡仁，
借其甘淡之性， 渗湿邪以化水饮， 而芍药为敛阴之
品，佐苓、苡分消饮邪而不伤阴。 寒饮郁久易化热而
见下血，故于方中加性寒之石膏，糖炒后性敛止血，
清热而不伤胃。
2.3 汗证 如《临证指南医案·疟门》云：“某氏，建中
法甚安，知营卫二气交馁。……是少阴之阳不营太阳，
此汗大泄不已矣，孰谓非柴葛伤阳之咎欤？ 议用桂枝
加熟附子汤。 人参桂枝汤加熟附子。 ”[2]280

又如《临证指南医案·汗门》云：“张（五六），脉弦
大，身热，时作汗出。 良由劳伤营卫所致。 经云：劳者
温之。 嫩黄芪（三钱）、当归（一钱半）、桂枝木（一钱）、
白芍（一钱半）、炙草（五分）、煨姜（一钱）、南枣（三
钱）。 ”[2]114

某氏案系表证未解，阳气已虚，加之营卫二气俱
弱，卫外失司，腠理不固而汗大泄不已，正如“如水流
漓，病必不除”之意。 叶氏取桂枝汤解表扶阳、实卫和
营，另加附子，取其温阳之力，待阳气恢复，营卫充实，
肌表腠理固密，则汗出自止。

张（五六）案乃劳倦内伤，损及营卫，营卫不守而
时作汗出，正合“营卫失守，诸病生焉” [8]之说；脉弦
大，身热则为气虚血弱，阳气浮越之征。 “劳者温之”，
叶氏用桂枝汤治之，取其甘温之性，调理脾胃之功，旨
在建中，以荣营卫；并合用当归补血汤补气生血，敛浮
阳入阴，以期营卫得守，阴阳自平，则病自愈。

2.4 内伤疼痛

2.4.1 脘胁腹痛 如《临证指南医案·胃脘痛门》云：
“某（女），形寒脘痛，得食甚，手按少缓。 非有余客邪
病，拟进和营卫法。 归桂枝去芍，加茯苓。 ”[2]383

又如《临证指南医案·腹痛门》云：“袁（四五），当

脐腹痛，发于冬季，春深渐愈，病发嗳气，过饥劳动亦
发。 宜温通营分主治。 当归、炙草、肉桂、茯苓、炮姜、
南枣。 ”[2]391

再如《临证指南医案·胁痛门》云：“沈（三十），左
胁下痛，食入则安。 当归桂枝汤加肉桂。 ”[2]386

营血亏虚，络脉失于濡养，络虚则痛，加之寒邪入
络，营络凝滞，故脘胁腹痛，以手按少缓，过饥劳动则
发，食入则安为特点；又因寒主冬之时，春阳主升发，
故腹痛发于冬季，春深渐愈，正如《诸病源候论·腹痛
病诸候》所云：“久腹痛者，脏腑虚而有寒，客于腹内，
连滞不歇，发作有时。 ”[9]叶氏 [2]130认为“大凡络虚，通
补最宜”，故营络虚寒为病，宜用辛甘温之品补虚通
络 [10]，故取桂枝汤加当归温经散寒、补血和营、通络止
痛。 虚寒甚者，或加肉桂，或用肉桂易桂枝，炮姜易生
姜，以加强温营血、散寒凝之效。 某（女）案、袁（四五）
案为营络中阳兼虚，故于方中加茯苓甘平补阳，与桂
枝相伍，甘温相合，旨在温阳补中，温通营络，同时减
性寒抑阳、有碍中阳宣通之芍药。 沈（三十）案属营络
虚寒兼肝少血养，而芍药最善养血柔肝、缓急止痛，故
选用桂枝汤温营通络，并以芍药配伍当归，重在养血
柔肝、和营止痛。

2.4.2 腰髀痛 如《临证指南医案·腰腿足痛门》云：
“吴（氏），脉虚身热，腰髀皆痛，少腹有形攻触。 脏阴
奇脉交伤，不可作外感治。 当归、炒白芍、桂枝、茯苓、
炙草、煨姜、大枣。 ”[2]395

吴（氏）案腰髀痛，脉虚身热，少腹有形攻触，乃脏
阴奇脉受损，治当予通补奇经，勿滥用发表法。 在奇
经虚证的治疗上，叶氏[2]446提出“其虚者，必辛甘温补，
佐以流行脉络。 务在气血调和，病必痊愈”的观点，强
调以补为主，以通为用，选用桂枝汤加当归辛温通络、
通补奇经，其中桂、芍入跷脉，桂、归入阳维脉，芍、归
入冲脉，当归又为带脉引经药[11]。 桂枝得茯苓则不发
表，茯苓得桂枝意在甘温助阳，两药合用，重在温通经
脉而调和气血。
2.4.3 身痛 如 《临证指南医案·虚劳门》 云：“邢 （四
四），努力伤，身痛无力。 归桂枝汤去姜，加五加皮。 ”[2]40

邢（四四）案系因劳致虚，营虚不荣，络脉不利，而
见身痛无力。 虚则补之，络以通为用，叶氏取桂枝汤
加当归补血养营、通络止痛，配以五加皮补肝肾、强筋
骨；而生姜辛散，可减去不用。

2.5 心悸 如《临证指南医案·产后门》云：“余，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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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复，心悸欲呕，遇寒腹痛。先议进和营卫，继当补摄。
归桂枝汤加茯苓。 ”[2]453

余案乃产后汗出过多，心阳受损，心神失养，心中
空虚而发为心悸。 叶氏予桂枝汤温补心阳，其中桂枝
入心经，振心阳，与甘草相须为用，重在补心气、温心
阳，凡心悸之心阳伤证，皆可用之；辅以茯苓宁心定
悸，与桂枝相合，辛甘化阳，以奏温通心阳之效，心阳
得复，则心悸自止。 针对产后营血亏虚的病机特点，
叶氏于方中加当归温以养营， 营血旺则胞脉得以濡
养，其症可除。

2.6 虚劳 如《临证指南医案·调经门》云：“某，脉弱
无力，发热汗出，久咳形冷，减食过半。显然内损成劳，
大忌寒凉清热治嗽。 姑与建中法， 冀得加谷经行，犹
可调摄。 桂枝（五分）、生白芍（一钱半）、炙草（五分）、
枣肉（三钱）、饴糖（二钱）、归身（一钱半）。 ”[2]428

《素问·痿论》云“脾主身之肌肉”，“解肌”一词提
示桂枝汤有调理脾胃之功[12]。从组方思想上分析，桂、
姜温中益脾胃，枣、草补中虚，为“中宫补剂”，芍药补
血养脾，诸药合用，共襄温中补虚、调理脾胃之功。 妇
人脉弱无力，提示内损成劳，脾胃久虚，纳谷减少，气
血俱衰，而致经水断绝不行。 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
胃为“水谷之海”，司受纳，纳运协调，水谷得以化生
气血，水谷盛则气血盛，月水以时下。 在治疗虚劳经
闭时，叶氏尤重中焦脾胃，以桂枝汤为主方，去生姜，
倍芍药，加饴糖，重用甘温之品，温建中脏，培补中
气，后天之本不败，气血生化有源，利于虚劳恢复，月
水复故。
2.7 痞证 如 《临证指南医案·痞门》 云：“沈 （二
四），……缘清阳先伤于上，柔阴之药反碍阳气之旋
运，食减中痞，显然明白。病人食姜稍舒者，得辛以助
阳之用也。 ……议辛甘理阳可效。 桂枝汤去芍，加茯
苓。 ”[2]156

沈（二四）案系清阳先伤，误用阴柔之药，反碍阳
气旋运，中阳不运，气机不利，脾胃升降失职，则食减
中痞；食姜稍舒，盖因生姜振奋胃阳，中脏得以温煦。
叶氏 [13]主张“遵古贤治痞之以苦为泄，辛甘为散二
法”，在治疗痞证时以辛甘理阳为法，好用桂枝汤去芍
防伤阳。 桂、姜辛助脾阳，草、枣甘补脾气，以助脾运，
中阳旋运得当，气机通畅，脾胃升降有常，则痞满自
散。 脾喜燥恶湿，故方中伍以茯苓甘以助阳、淡以渗
湿，既可补中阳，又能利中焦之湿以助脾运恢复。

2.8 泄泻 如《临证指南医案·便血门》云：“朱，……
不但营气不振，而清阳亦伤，洞泄不已。 而辛润宜减，
甘温宜加，从桂枝加桂汤立法。 人参、桂枝、茯苓、生
白芍、炙草、肉桂、煨姜、南枣。 ”[2]328

朱案病已十四载，营气、清阳俱伤，清阳不升反下
陷，清浊混杂，并走大肠，而见洞泄不已。久泄宜实脾，
叶氏选用桂枝汤振奋营气、实脾升清、温阳止泻，重用
桂枝温通阳气，兼升提；加人参、茯苓益气升清、健脾
止泻；加辛甘大热之肉桂，旨在补元阳、暖脾胃、止泄
泻；煨姜易生姜，意在和中止泻。

2.9 寒热如疟 如《临证指南医案·疟门》云：“孙，高
年发疟，寒热夜作，胸闷不欲食，烦渴热频。 最虑其邪
陷为厥，进阳旦法。 桂枝、黄芩、花粉、生白芍、生左牡
蛎、煨姜、南枣。 ”[2]291

又如《临证指南医案·产后门》云：“陈（二八），寒
热时作，经岁不痊，且产后病起，阳维为病明矣。 归桂
枝汤。 ”[2]452

孙案乃高年发疟，元阳气衰，阴阳失和，邪陷为
厥，当用阳旦法治之，叶氏取阳旦汤燮理阴阳、和营达
邪，配伍黄芩、花粉、牡蛎滋阴清热、除烦安神；甘草味
厚而甘，恐恋膈不思食，则去之。

陈（二八）案系产后病起，经岁不痊，营血大亏，营
卫循行失度而致寒热时作，故叶氏在桂枝汤调和营卫
基础上配伍当归补血养营，营血充足，营卫相合，则病
自愈矣。 由此可见，叶氏所治之寒热如疟，非邪在半
表半里，故非小柴胡汤和解能治。

2.10 发疹 如《临证指南医案·腹痛门》云：“徐（四
十），疹发五六年，形体畏寒，病发身不大热，每大便腹
痛里急。此皆气血凝滞，当以郁病推求。当归、酒制大
黄、枳实、桂枝、炙草、白芍。 ”[2]390

徐（四十）案乃肺经风热之邪波及营络，营卫之气
失司，气血凝滞为病，症见发疹，形体畏寒，身不大热，
每大便腹痛里急，治当从郁病推求，以气血调和为目
的。叶氏选用桂枝汤散表邪、宁营络、调营卫、和气血，
使之条达，并佐以当归、酒制大黄活血化瘀，枳实行气
导滞。
3 方药化裁

桂枝汤稍加化裁，功效迥异。 纵观这40则应用桂
枝汤的医案，对桂枝汤加味、减味的变化规律进行归
纳总结，发现以桂枝汤加杏仁、茯苓、当归，减芍药最
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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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风寒咳嗽、风寒表证，加杏仁 杏仁辛苦温，辛
能散邪，苦则下气，温可宣肺，《本草求真》记载杏仁
“既有发散风寒之能，复有下气除喘之力”[14]，与桂枝
汤相伍，发散于腠理以祛邪，又主肺经之气，气降则咳
止喘平。 叶氏用桂枝汤治疗风寒咳嗽或风寒表证时，
常配伍杏仁疏风散寒、宣肺止咳，如咳嗽门某（五三）
案，寒门某（五二）案。
3.2 阳虚饮停，加茯苓 《汤液本草》云：“茯苓，淡
能利窍，甘以助阳，除湿之圣药也。 味甘平补阳，益脾
逐水，生津导气。 ”[4]106叶氏于桂枝汤中加用茯苓，其用
有三：（1）渗湿利水，给饮邪以出路，多用于饮邪内停
证，如痰饮门某案；（2）健脾益气、补中助阳，适用于脾
虚失运或中阳不足证，如便血门朱案、胃脘痛门顾（五
一）案；（3）温补心阳、宁心定悸，多见于心阳不足证，
如产后门余案。

3.3 血虚、血瘀有寒，加当归 当归，味甘辛，性温，
主血分之病，叶氏在桂枝汤基础上加当归的功用在于
“补”和“行”，补能生血以补虚、通脉，当归协芍、枣补
血养营，助桂、姜解表散寒，凡营血亏虚，伴或不伴表
不解者皆可用之，如产后门陈（二八）案，风门沈案。
成无己[15]云“脉者血之府，诸血皆属心，凡通脉者必先
补心益血”，当归可入心生血而通脉，如胁痛门沈（三
十）案。 行能活血以逐瘀，如腹痛门徐（四十）案，气血
瘀滞为患，取当归活血之功，血行则瘀去。
3.4 表实或阳虚不运， 减芍药 芍药味酸， 酸能敛
阴、敛邪，有碍外邪疏解；芍药阴寒，易引寒气入里而
伤阳，使阳气失于宣通，凡属表实证或阳虚不运证，用
之有加重病情之嫌， 故叶氏常于桂枝汤中减去不用，
如咳嗽门某（四四）案、痞门沈（二四）案。
4 药量规律

《临证指南医案》 所载桂枝汤医案中有11则明确
注明药物剂量。 由此11则医案可知，叶氏应用桂枝汤
时，桂枝用量少则三分，多则一钱，芍药用量多于桂
枝，一般在一钱到一钱半之间。 重用芍药则入里归营
血，意在减其辛散之性，增强滋养营血、缓急止痛的作
用[16]，其主治病证均存在不同程度营血虚损。 姜用量

中等， 为一钱至一钱半。 多数情况下枣用量较多，为
二三钱，但用于解表时枣用量较小，为两枚。 炙甘草
用量在三分到五分之间，用量较小。

5 结语
许叔微 [17]云 “仲景一百一十三方 ，桂枝独冠其

首”，历代医家对桂枝汤推崇备至。 叶氏谨守病机，师
古不泥，灵活变通，以桂枝汤为主方进行加减化裁，除
了常规治疗外感病、咳喘、汗证外，还被用于内伤疼
痛、虚劳、心悸、痞证、泄泻、寒热如疟、发疹等病证的
治疗，扩大了桂枝汤的应用范围。 学习叶氏对桂枝汤
的加减应用，将有助于拓展临床应用桂枝汤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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